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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稳住经济大盘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在全面落实退税减税降费、社会保障等政策
的基础上，黄南州投入998.56万元资金，重
点加大七个领域助企纾困力度，进一步提振
各类市场主体发展信心，努力将新冠肺炎疫
情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稳住全州经济社会
发展基本面。

加大入库培育补助：对19户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11户限额以上商贸企业、3户省级

“专精特新”企业等共补助193万元。
加大市场主体补助：对9户州级中小型

餐饮企业、5户州级中型住宿企业和836户
其他州级企业共补助87.2万元。

加大文化旅游补助：对15家3A级以上
旅游景区、3家3星级饭店、80家重点乡村
旅游点、两家旅行社共补助123万元。

加大交通运输补助：对9家城市公交、
出租车、农客公司、1 家长途班线客运企
业、1家水路运输企业共补助21万元。

加大贷款贴息补助：对符合条件的356
户贷款企业共补助237.86万元。

加大激发市场活力补助：充分发挥黄南
州助企纾困专项资金作用，投入600万元资
金（其中撬动资金300万元）用于全州促消
费活动。

加大专业合作社补助：对已认定的4家
国家级示范社、65家省级示范社共补助36.5
万元。

黄南州加大
助企纾困力度

本报讯 近年来，黄南州委、州政府将民
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事关黄南改革发展、繁
荣稳定大局的首要政治任务，作为事关全局
的基础性、战略性工程来抓，紧紧围绕健全
机制、教育引导、拓展载体、加快发展、促进
和谐抓创建，走出了一条具有黄南特色的民
族团结进步之路。

健全组织领导机制。成立以州委和州政
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州委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暨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工作领导小
组。州委常委会、州政府常务会定期专题研究
部署创建工作，各市县、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每
年向州委全会专项述职，建立领导干部包片挂
点、蹲点调研和责任约谈机制，实行州委督察
委员会、领导小组联合督查制度，形成一级抓
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和压力传导机制。制
定出台《关于巩固提升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创
建成果全面融入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建设的
实施意见》及其《任务分工方案》，为全州民族
团结进步工作提供了有力地组织保障和实现
路径。

加大教育宣传力度。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民族团结进步“十二
进”为载体，培养寺庙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员
14人，积极组建民族团结进步宣讲团，深入
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工作，引领全州

各族干部群众不断增进“三个离不开”“四个
与共”“五个认同”思想。定期举办热贡艺术
节、“五彩神箭杯”国际射箭邀请赛、那达慕
等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节庆活动，编辑出版
《神秘的热贡文化》等热贡文化系列丛书，成
功拍摄《河曲马》《五彩神箭》《热贡六月会》
等6部影视宣传片，推动民族文化融合发
展，搭建促进各民族沟通的文化桥梁。

注重视觉形象打造。结合黄南特点和优
势，在高速公路沿线和城镇主干道、东山等醒
目地点精心打造了一批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工
程。以“直观、体验、教育”为展陈方式，在全
省率先建设州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
验馆，力争明年5月前建成投运。体验馆建
成后，主要宣传和展示黄南州民族工作和经
济社会发展成就、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成果，教
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强化“三个离不开”的思想，坚定“共
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信念和信心。

强化示范引领作用。打造寺庙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展览馆4座、命名州级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基地11个、打造省级民族团结进
步教育基地3个、打造国家级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地区和单位7个（含3个市县）、省级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地区和单位（企业）8个、州级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地区和单位100个。黄南州2019

年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所辖1
市3县均被命名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市
县，同仁市、尖扎县、河南县被评为全国民族团
结进步示范市县，全州创建活动覆盖面、参与
率100%，基层单位创建达标率95%以上。

加强交往交流交融。制定出台《关于
<青海省涉藏州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再提
升行动方案>的贯彻意见》，加强与海南
州、海东市、甘肃省甘南州等涉藏交界地
区的联系交流合作，先后与省内外相邻的
13个县、18个乡镇、143个村结成民族团
结进步友好对子；充分利用天津市对口援
助帮扶机制，积极组织开展党政干部相互
交流挂职锻炼，在教育、医疗等方面持续
深化“组团式”帮扶，组织医务人员赴天
津推行“师带徒”式培训，组织开展“津
青一家亲”访学教育等系列活动，极大地
促进了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

今后，黄南州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把着眼点和着
力点放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加强民族团
结上，以推进更高层次创建工作为路径，
推动实现涉藏地区科学发展和社会治理能
力现代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
快建设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
展的美好家园。

续写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新篇章

黄南黑青稞增值又增收

黄南非遗：特色鲜明 传承鲜活
本报讯 近年来，我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遵循“十六字”
保护方针，贯彻非遗保护理念，全面贯彻落实
国家文旅部，省委省政府、省文旅厅及州委州
政府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构建具有黄南特
色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目标，狠抓落实，
非遗保护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形成了基地+公
司+农户+寺院+学校的保护格局。

非遗项目名录保护体系进一步完善。
2021年黄南州尖扎达顿宴和蒙古包营造技
艺两个非遗项目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推
荐30项州级非遗项目申报省级非遗项目。
完成全州非遗资源普查工作。

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稳中有增。近
年来，我州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总量呈持
续增长态势，2021年认定黄南州第四批州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18
名，涉及九大类88个非遗项目。

非遗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改善。在现有
基础上，统筹利用好国家非遗专项资金，
2021年新建27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传习中心和36家非遗宣传展示点建设，
全州累计建成非遗传习中心126个、非遗宣
传展示点78个、非遗工坊4家，形成集传承、
体验、培训、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非遗传习
中心和宣传展示点，每年可培训非遗人才
2000余人次。

非遗传播普及力度不断加大。2021年
在上海等三个省外重点城市宣传推介和举
办第三届热贡文化旅游节、藏戏演出周、文
化遗产日宣传活动；拍摄制作《黄南非遗宣
传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热贡艺术传统

技艺培训，组织非遗传承人在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期间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展示展演活
动。创办《热贡艺术研究》杂志，年内出版发
行藏汉文两期，提高黄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学
术影响力。出版《热贡艺术——当代百名工
艺美术师作品选》《黄南州非遗研究泽库篇》
《一个人的河流》等系列书籍。

工艺美术行业人才进一步壮大。经推
荐申报，2021年共有186名民间艺人晋升
第四届青海省工艺美术大师、民间工艺大
师，晋升总数名列全省第一，本届晋升的工
艺美术大师人数比前三届翻了一番。至此，
我州现有各级工艺美术大师、民间工艺大
师、民间工艺师1037名，黄南州成为青海省
乃至西北地区工艺美术行业人才聚集核心
地区。

本报讯（记者 刘秀娟）6月 25日，青海
藏之娇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线上，第
一批黑青稞桃酥新鲜出炉。

记者电话采访了还在天津的该企业总经
理买洁，她介绍说，“昨天首批生产的黑青稞
桃酥全部为黑芝麻口味。企业研发人员利用
大约三个月时间，从黑青稞特点、性能、口感
到制成桃酥产品后的优缺点、色泽、味道、外
观、规格、包装等方面反复研究试验，研制出
现在的黑芝麻口味的黑青稞桃酥。食品检验
合格后，将于7月前在天津上市销售。”

据了解，6月初，青海藏之娇农业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刚刚又从黄南州购买了1吨黑青
稞原料，运送到天津后即开始制作加工黑青
稞桃酥，截至目前共制作2400盒黑青稞桃酥
成品。这是继黑青稞面粉、麦片之后的又一
款黑青稞食品产品，企业目前还在进行黑青
稞挂面和代餐粉的研制试验，以迎合更大的
市场需求。

青稞是世界上麦类作物中β一葡聚糖含
量最高的作物，是青藏高原主要的粮食作物，
也是生活在这里的农牧民主要的食物来源之
一。黄南州同仁市黄乃亥乡日秀玛村，平均
海拔近3000米，因气候高寒干燥、日照时间
长、昼夜温差大、雨热同季、光合效益高、病虫
害少、无土壤空气水质污染，特别适宜黑青稞
的生长。

农牧民每年收割黑青稞后，磨成粉制作
成糌粑自用或将部分余量拿到市场散装销
售，经济效益低下。天津援青指挥部了解到
这一情况后，为让黑青稞走向更大的市场，结
合黄南实际，积极协调，精准施策，由天津援
青干部牵线搭桥、有效衔接，联系天津相关企
业并与天津科技大学食品工程学院合作，通
过实地考察调研、检验检测、反复试验，首先
研发出了营养价值丰富与适合大众口感的高
原特色绿色有机黑青稞面粉。今年3月份，第
一批黑青稞面粉制作成功，相继又有黑青稞
麦片、桃酥走出高原，通过消费帮扶采购、特
通渠道销售、超市、电商平台等线上线下的销
售方式进入天津餐饮市场，促进黄南当地村
民收入稳步提高。

青海洮河源国家湿地公园位于黄南
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这里温
凉舒适，少了印象中的酷暑难耐，更多的
是自然色彩的丰富叠加，各类花朵竞相
怒放。这片总面积383.93平方公里、湿
地率高达 36%的高寒湿地，是青海首个
高寒湿地公园。

青海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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